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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关于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实施办法（修订） 

根据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的要求，专业应通过合适的评

价方法对培养目标和理性、培养目标达成情况、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课程体系合理性、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等进行评价，其目的是找出差距、

发现问题、促进改进、提升培养人才的质量。为进一步推动学院各工

科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规范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机制与方法，

特对《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关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实施办法》进行

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指导原则  

以认证标准为指导，结合学院实际，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

业要求及课程教学大纲，对课程体系、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培养目

标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用于教学持续改进过程中。通过评价，为



 

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二、实施对象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各专业在校本科生及毕业 5 年左右的毕

业生。  

三、评价方法 

直接和间接评价相结合、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内部和外部评

价相结合的方法。  

四、组织与实施  

培养方案修订、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及达成情况评价、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评价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等周期为 4 年。培养方案 2

年一小修（一般仅限于课程体系的调整、如增减课程、课程性质与学

分的调整或开课顺序的改变等）；培养方案每年可以微调（如按国家

和省里的要求临时增减课程，导致相关课程学分增减、课程性质的改

变或开课顺序的调整等）。课程评价的周期一学年一次（每上完一次

本课程评价一次）。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责任人、评价周期等具

体内容详见附件。 

 

 



 

附件                             各类评价项目评价机制一览表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培养 

目标 

合理 

性评 

价 

1 

培养目标

与内外部

需求吻合

度（宏观

调研）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修订前 6-

8 个月开

展 

调研分析全球化和工程技术

发展趋势，国家和地区发展

变化，行业和用人单位发展

变化，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

本专业长期形成的人才培养

特色 

培养目标合理性

分析报告 
 

2 

形成新版

培养目标

（初稿）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修订前 6

个月 

形成新版培养目标的初稿 
新 版 培 养 目 标

（初稿） 
 

3 

设计新版

培养目标

（初稿）

合理性评

价调查问

卷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修订前 5

个月 

问卷内容为培养目标总目标

（目标定位）及具体的 3-5

条培养目标（职业能力）。 

新 版 培 养 目 标

（初稿）合理性

评价问卷 

（1）校友版 

（2）用人单位版  

（3）行业企业专

家版 

按照完全合理，合理，基本

合理，基本不合理，完全不

合理 5 档打分，并提出相关

建议。 

4 

新版培养

目标（初

稿）合理

性评价问

卷调查  

校内外联

络组 

学工办主

任 

培养方案

修订前 4

个月 

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调查对象：毕业 5 年左右的

校友、用人单位、行业企业

专家等。 

回收率：不小于 50% 

（1）新版培养目

标（初稿）合理

性评价问卷（三

种）若干份；  

（2）培养目标合

理性问卷调查报

告 

（1）培养目标合理性问卷调

查报告只统计各项百分比，

不设阈值；但打分在 5 分以

下（不含 5 分），须填写不

合理的说明或建议内容。对

于打分为 5 分的，也可以填

写建议（希望标准更高的建

议）。  

（2）形成培养目标合理性评

价调查报告，提交培养方案

工作组。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5 
利益相关

方座谈会 

校内外联

络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修 

订前 3 个

月 

负 责 召 集 利 益 相 关 

方 （ 行 业 企 业 专 家 、 

高 校 同 行 专 家 、 毕 

业 5年左右校友等） 

培养目标合理性

评 价 谈 会 纪 要

（ 行 业 企 业 专

家、高校同行专

家、毕业 5 年左

右校友等） 

完善培养目标初稿，结合培

养目标合理性评价报告，通

过座谈会征求意见。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参会   

6 

新版培养

目标（建

议稿）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修订前 2

个月 

修改完善形成新版培养目标

（建议） 

新 版 培 养 目 标

（建议稿） 

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审议 

7 

新版培养

目标（ 建

议稿）审

议 

学院教学

指导分委

员会 

教学副院

长 

培养方案

修订前 1

个月 

审议培养目标与内外 部 需

求的吻合度，包括人才培养

目标要适应全球化和工程技

术发展趋势，适应国家和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

行业技术进步和用人单位需

要，适应学校人才培养定位

和本专业长期形成的人才培

养特色，适应学生和家长的

期望等 

形成新版培养目

标（送审稿） 
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 

8 

新版培养

目标（ 送

审稿）审

议 

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

会 

   
形成新版的培养

目标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培养

目标

达成

情况

评价 

1 

设计培养

目标达 成

情况评价

调查问卷  

培养方案

工作组 

系主任、

专业负责

人、教科

办主任 

培养方案

修订前 5

个月 

通过跟踪毕业生职业发展，

了解毕业生就业岗位状况及

其适应岗位的情况，通过用

人单位对毕业生以及毕业生

对自身的评价，得出评价结

果。重点关注培养目标的要

求与毕业生实际状况是否吻

合，即目标的实现情况。  

培养目标达成情

况调查问卷 

（1）校友版（毕

业 5 年左右） 

（2）用人单位版  

（1）培养目标采用目前正在

执行的最新版培养目标  

（2）按照完全达成、达成、

基本达成、基本未达成、完全

未达成 5 挡打分。  

2 

培养目标

达成情 况

评价问卷

调查  

校内外联

络组  

团 委 书

记、学工

办主任、

系主任、

专业负责

人等  

培养方案

修订前 5

个月  

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调查对象：毕业 5 年左右的

校友、用人单位等。 

回收率：不小于 50% 

（1）培养目标达

成情况评价调查

问卷（两种）若

干份；  

（2）培养目标达

成情况评价报告  

（1）只统计各项百分比，不

设达成阈值。但打分在 5 分

以下（不含 5 分），必须填

写没有达成的说明或没有达

成的原因分析，如建议加强

哪方面的培养，包括知识、

素质和能力。对于打分为 5

分的，也可以填写建议（希

望更高标准和要求）。  

（2）调查数据收集和整理

后，形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报告，并提交给培养方

案工作组，用于修订新版培

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部分。  

3 

座谈会、

走访企 业

等  

校内外联

络组  

团 委 书

记、学工

办主任 

培养方案

修订前 4

个月  

根据主要用人单位或毕业生

较为集中的地区安排若干个

小组单独组织进行  

将 调 查 结 果 汇

入“培养目标达

成 情 况 评 价 报

告”  

可利用实习、校园招聘、校

企合作等各种机会进行不定

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整理

形成调查与评价报告，并提

交给培养方案工作组，用于

修订新版培养方案中的毕业

要求部分。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课程

体系

合理

性评

价项

目 

1 

设计课程

体系合 理

性调查问

卷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至少在执

行该版培

养方案的

第一届学

生毕业前

半年 

调查课程体系的布局、定

位、任务、开课时间、课程

比例、支撑权重等方面的合

理性 

**版培养方案的

课程体系合理性

调查问卷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中应考

虑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课

程符合标准：课程设置要满足

国家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及认

证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

准。人文社科类、数学与自

然科学类、工程基础类、专业

基础类、专业类课程的认定及

学分比例要满足认证标准。 

2）总体布局合理：所有的毕

业要求，特别是非技术方面

的要求，都有相应教学环节

支撑，没有明显的薄弱环

节，且支撑课程覆盖了所有

必修教学环节。3）课程定位

准确：每项毕业要求都应有重

点支撑的课程（H），高度支

撑（H）的教学环节能体现专

业核心课程和重要实践性环

节的作用。 

4）任务落实可行：每门课程

都应当在矩阵中找准位置，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化

任务，落实到毕业要求的观

测点。 

5）核心作用突出：核心课程

设置及实践环节设置的合理

性。 

6）拓扑关系科学：先后修关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系、以及课程学期安排合理

性。 

7）整体适应发展：课程体系

适应学科发展、地方经济发

展和企业技术发展需求情

况。 

2 

课程体系

合理性 问

卷调查 

校内外联

络组  

学工办主

任 

应届毕业

生离校前 

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调查对象：应届毕业生 

回收率：不小于 90% 

**版培养方案的

课程体系合理性

调查问卷（应届

毕业生）  

 

培养方案

修订前 4

个月 

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调查对象：高校同行专家、

行业企业专家、用人单位、

往届毕业生 

回收率：不小于 90%  

**版培养方案的

课程体系合理性

调查问卷 

（1）高校同行专

家 

（2）行业企业专

家 

（3）用人单位  

（4）往届毕业生  

调查问卷可与“新版培养目

标（初稿）合理性评价问

卷”及“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调查问卷”同时发放，

但注意调查对象的不同。  

培养方案

修订前 3

个月  

整理综合以上调查问卷，形

成对**版课程体系合理性评

价调查报告  

**版培养方案的

课程体系合理性

评价调查报告  

送培养方案工作组，供培养

方案工作组在内部研讨时使

用  

3 

形 成

（ **+4

版）培养

方案的课

程 体 系

（初稿）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修订前 4

个月 

研讨“**版培养方案的课程

体 系 合 理 性 评 价 调 查 报

告”， 

形成（**+4 版）培养方案的

课程体系（初稿） 

（**+4 版）培养

方案的课程体系

（初稿）  

 

4 座谈会、 校内外联 专业负责 培养方案 召开由教师、高校同行专 会议纪要，并将 送培养方案工作组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走访企 业

等  

络组  人 修订前 3

个月 

家、在校学生、行业企业专

家、毕业校友等代表参加的

座 谈 会 和 走 访 企 业 ， 对

“（**+4 版）培养方案的课

程体系（初稿）”的布局、

定位、任务、开课时间、课

程比例、支撑权重等方面进

行合 

相关意见整理形

成调查报告 

5 

形 成

（ **+4

版）培养

方案的 课

程 体 系

（ 建 议

稿） 

培养方案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修订前 2

个月  

根据“（**+4 版）培养方案

的课程体系（初稿）”的调

查报告，修改完善，形成

（**+4 版）培养方案的课程

体系（建议稿），纳入（**+

版）培养方案（建议稿）  

（**+4 版）培养

方案的课程体系

（建议稿） 

 

6 

（ **+4

版 ）培 养

方案的 课

程体系（建

议稿）  

审议  

学院教学

指导分委

员会 

教学副院

长  

培养方案

修订前 1

个月  

专业的课程设置应是支撑毕

业要求达成 的 充 分 必 要 条

件，即课程设置能够充分支

撑毕业要求，同时，对专业

所 确 定 的 毕 业 要求，每门

必修课程都应发挥相应的支

撑作用。  

形成（**+4 版）

培养方案的课程

体 系 （ 送 审

稿 ） ， 纳 入

（**+4 版）培养

方案（送审稿）  

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

（与培养目标同时报送）  

7 

（ **+4

版 ）培 养

方案（ 送

审稿）审

议  

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

会  

   
形成（**+4 版）

培养方案  
 

课程

大纲 
1 制定  课程组  

专业负责

人  

培养方案

发 布后  
 

课 程 大 纲 （ 初

稿）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2 审定  
质量保障

工作组  

教学副院

长  

课程大纲

制定后  

审核课程大纲中：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内涵观测点、

课程教学方式支持课程目标

的达成和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中 的 能 力 培 养 要求、课程

考试深度与广度与评分标准 

课 程 大 纲 （ 初

稿）修改意见  
 

3 修订  课程组  
专业负责

人  

课程大纲

审核后  

根据质量保障工作组意见修

订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  修订  

4 落实 全体教师 
教学副院

长 

教学全过

程 
   

课程

目标

达成

情况

评价 

1 

课程考核

内容与 方

法合理性

评价  

质量保障

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试卷印刷

前  

审核： 

（1）考核方式和内容是否能

够围绕课程目标； 

（2）是否针对课程目标特

点，选择考核 内 容 和 考 核

方式；  

（3）是否有明确的评分标准 

课程考核内容与

方法合理性审核

表  

 

2 

评价数据

的收集（定

量评价）  

OBE 工作

组（课程

组）  

 

任课教师  
考试结束

后  

由任课教师依据执行的课程

大纲，收集各课程目标对应

考核方法得到的平均得分，

分数不能是没有分解的总分

或者简单平均计算加工结果  

课程目标达成度

计算表  
包括形成性评价数据  

3 

课程目标

达成度 计

算（定量

评价）  

OBE 工作

组（课程

组）  

任课教师  
考试结束

后  

依据专业所确定的课程达成

度计算方法计算各个课程目

标的达成情况  

课程目标达成度

计算表  
 

4 

制定课程

目标达 成

情况问卷

OBE 工作

组（课程

组）  

任课教师  
课程结束

后  
 

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问卷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定性评

价）  

5 

课程目标

达成评 价

问卷调查

（定性评

价）  

校内外联

络工作组  

学工办主

任  

课程结束

后  

发放课程目标达成情况问卷

并回收，统计整理后形成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调查报告  

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调查报告  

送课程任课教师，供其综合

分析所授课程的课程目标的

达成情况。  

6 

形成课程

目标达 成

评价报告  

OBE 工作

组（课程

组）  

任课教师  
考试结束

后  

任课教师综合分析 2种评价方

法的达成情况数据，分析原

因，查找问题，给 出 持 续

改进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评

价报告  

报质量保障工作组审核，质

量保障工作组根据课程目标

达成评价报告对该课程的持

续改进情况进行跟踪和督导  

7 

课程目标

达成评 价

报告审核  

质量保障

工作组 

教学副院

长 
 

是否符合课程大纲要求，数

据是否合理可靠与正确，改

进措施是否可行，并用于后

需改进效果的检查与督导。 

  

毕业

要求

达成

情况

评价 

1 

毕业要求

达成情 况

评价（定

量评价）  

OBE 工 作

组  

专业负责

人  

毕业生毕

业离校后

1-2 个 月

内完成  

根据正在执行的毕业要求、

分解的内涵观测点及支撑的

课程矩阵，对应届毕业生 4年

学习课程采用成绩评价法计

算 课 程 达 成 情况、毕业要

求内涵观测点达成情况及毕

业要求达成情况  

毕业要求达成评

价 表 （ 定 量 评

价）  

 

2 

制定毕业

要求达 成

情况调查

问卷（定

性评价）  

OBE 工作

组  

专业负责

人  

应届毕业

生毕业季  
 

毕业要求达成情

况调查问卷  
 

3 
毕业要求

达成情 况

校内外联

络工作组  

专业负责

人  

应届毕业

生 毕业离

发放、统计问卷，并形成定

性评价报告 

毕业要求达成情

况定性评价报告  
送 OBE 工作组  



 

项目 
序

号 
目标 责任机构 责任人 时间 任务 形成的文档 备注 

问卷调查

（定性评

价）  

校前 调查对象：全体应届毕业生 

回收率：100%  

4 

毕业要求

达成情 况

评价报告  

OBE 工作

组  

专业负责

人  

毕业生毕

业离 校 后

1-2 个 月

内完成  

综合定量和定性评价结果，

形成“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报告”，分析找出毕业要

求的达成短板，从而制定针

对性的改进措施并加以实

施。  

毕业要求达成情

况评价报告  
 

 



 

五、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学院教科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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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5月 3 日印发 

 


